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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湘风纪网消息，近期，湖

南省纪委监委督促邵阳市纪委监

委，严肃查处了北塔区委原副书

记、区委统战部原部长杨某等11

名党员干部违规吃喝、醉驾“顶

包”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事情是这样的。2022年 6

月2日晚，多名干部违规在某私

营企业内部场所聚餐饮酒。其

后，杨某酒后驾车被公安机关

查获。他随即联系邵阳市交警

支队四级高级警长罗某寻求帮

助。罗某向现场执法负责人打

招呼，并前往执法现场。得知

该消息后，另有5人前去帮忙，

其中4人是政府干部，一人是那

位私营企业主。上述6人商议

由企业主顶替杨某到医院提取

血样。之后，现场执法民警发

现杨某可能被“顶包”。在公安

机关督促下，杨某于第二天 15

时许前往接受调查，并到医院

重新提取血样。

有人说，喝了酒，找个代驾就

不会出现后续事情了。可杨某或许认为自己是区委

副书记，根本就没想到会有人敢查到他头上。在此，

要特别点赞这位现场执法的民警。为他的秉公执

法，坚持原则，不畏强权点赞！我们的社会太需要这

样的人了。

而且，这件事让人极为愤慨的是——这一地的

领导干部放弃原则，挑战法纪底线，结党营私，拉帮

结派到何种程度！事情一经曝光，网友们都在呼吁：

杨某他们的势力太强大了！请保护好这位警察！

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上级有关部门制定措施，

加大力度，出手整顿这类违法乱纪现象。

要整顿这类乱象，首先，监管不能缺位。相关纪

监部门应主动走下去，随时随地对干部任

职期间的工作作风和工作业绩进行考察。

其次，畅通举报渠道，保护敢于直言者，发

挥群众和基层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最重

要的，是不能放松对干部的法治教育——

敬畏法律，遵守法律，坚持立场，不是口号，

更应是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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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小吃中，粽子
始终是神奇的存在。与其他
以面食为主的小吃不同，粽
子巧妙地把苇叶、江米、小枣
等几种完全不搭界的食材融
合到一起，经蒸煮制成一款
别有风味的美食，受到南北
食客的欢迎。

包粽子离不开苇叶，那
种沾着晶莹露水的苇叶多采
自稻田或水塘边。小时可以
在日杂店买到，端午时节也
有乡人挑着担子串街来卖。
好的粽叶叶片肥厚，四指宽
窄，中间有一条黄色的“梗”
贯穿叶片始终，凑近闻会有
一种湿漉漉的芦苇清香沁人
心脾。

江米是包粽子的主料，

过去人们包粽子都用黄米，不
知是因产量低还是别的原因，
后来很少能看到黄米粽子
了。说实话，黄米无论在色泽
和口感上都不及江米。当然，
江米一定要挑颗粒大、饱满、
莹润有光泽的买，这样包出的
粽子才能蒸煮出晶莹软糯的
口感和光灿灿的品相来。

金丝小枣是包粽子的重
要辅料，要选那种果皮棕红有
光泽、核小肉厚、枣味浓郁甘
甜无“辣”味的。这种枣果肉
饱满有弹性，掰开果肉还会有
金丝“弹”拉出来。待蒸腾的
水蒸气散去，“嵌”在江米粽子
中的金丝小枣，最能衬显出粽
子一白一红的视觉效果。

包粽子看似简单，却是
一门学问。初学者包出的粽
子要么奇丑无比，毫无美感；
要么不等上锅粽叶就已散
开，白花花的江米落满一
地。母亲是包粽子的一把好
手，看她包粽子是一种视觉

享受。
记得小时候，每到端午

来临，母亲便会早早把红枣
和粽叶准备好，米也是要提
前泡好的。母亲包起粽子总
是不慌不忙，她的身前放着
两只盛满水的搪瓷盆，里面
分别浸泡着江米和粽叶，金
丝小枣也是绝对不能少的，
堆挤在蓝瓷小碗里等待召
唤。但见母亲从水盆里扯出
两片粽叶，相交叠放在两个
手掌上。

搞不清她两只手怎么一
翻转，粽叶立刻就变成了一
个倒锥形。母亲拿起一颗小
枣堵在锥尖儿端口，再从水
盆里捞起一把江米填进锥
筒，中间又埋入两颗小枣后
把江米抹平，然后把富余出
的一截粽叶折压封口。接着
用牙扯出一根马莲条来，咬
住一头儿，绕着粽子上下翻
转几下，手里的粽子就被绑
个结结实实。母亲最后撩起

清水冲掉散落在粽叶上的江
米，一个俊俏挺实的粽子就
被扔进了另一只备用的搪瓷
盆里。

最勾馋虫的还是锅盖揭
开，那满屋弥漫着的米香和
金丝小枣的甜香，还有四散
跑出尚裹着热气的粽子苇叶
的清香……母亲嘘着热气把
粽子一个个拎出来，放进凉
水盆里拔一拔。这时的我们
早迫不及待地围过来，母亲
把粽叶一层层剥开，眼见一
个个光洁莹润长得像婴儿胖
脚丫的粽子滚下来，我们早
耐不住性子，几口就填进了
嘴里。

蘸上少许白糖，咬一口
晶莹软糯的江米粽子，忽然
就感受到了一种仓廪富足和
五谷丰登的喜庆。

江米粽子
付振强

母亲做
的 白 菜 菜
肴 总 是 吃
不 腻 ，炒 、
熬、炖、包、
烙、涮、凉拌、生嚼……
与土豆、萝卜、豆腐、干
鱼儿、豆芽、白肉为伍，
更是好吃！
“头伏萝卜二伏菜”，

这二伏菜指的是在二伏
天里种白菜。炎热的夏
天，母亲顶着烈日，挥动锄
头，整地、碎土、开沟……
全然不顾蒸腾与炙烤。
她猫着腰，将一粒粒与芝
麻粒相仿的白菜种子撒
入黑土地，覆上细土、引
来涓涓细流。

晚秋，
大 地 变 得
空旷寂寥，
一 片 片 灰
蒙 蒙 的 土

地渐渐沉睡，而大白菜却
傲然挺立，向着满心的目
标飞速生长。它傲视霜
寒风冷，成了大地上一道
独特的风景。

多少年来，母亲的味
道与白菜密不可分，猪肉
白菜炖粉条，白菜豆腐
汤，白菜馅饺子、包子和
馅饼，即使是凉拌白菜
心，也让人觉得清新爽
口。而母亲的眼神中，始
终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母亲的味道
石绍辉

一位师长已退休多年，
写作却没有停歇，不时有隽
永的散文随笔问世。他还写
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小说，
但投给多家出版社都吃了闭
门羹。对此，他没
有抱怨，反而说：
“ 是 我 写 得 不 够
好。”我问他：“假如
没有一家出版社肯
出版，您就不肯自
费出书吗？”师长坚
毅地点了点头，给
我讲了个故事。

20世纪 90年
代初，师长创作小
有成就后，决定出一本集
子。书出版了，书商不负
责包销，他只好骑着自行
车走街串巷去推销。当他
把书放在某单位负责人的
办公桌上后，那个男人竟

然轻蔑地说：“这要是大白
纸 本 ，我 可 能 还 留 下 几
本 。 印 上 字 ，不 就 瞎 了
么！”师长愤然离去，从此
发誓再也不自费出书。

师长说：“那人
言语虽然刻薄，却
不无道理，自费出
书降低了出版的门
槛，作品质量难以
让读者放心。自费
出书有时只是自恋
的一种表现。往往
兴奋劲儿一过，接
踵而来的却是懊
悔。一本集子放在

那里，又能代表什么呢？只
是总结吗？作品如果真的有
生命力，自然会传世的，根本
不用去包装。”

他的观点似乎有些执
拗，但这份坚守却令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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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弄
回来3只流
浪幼猫，都
只有两个月
大。我们一
边喂着，一边寻找领养人。

过去十多年里，我们曾
为近 50只小猫找到新家。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短视频
里尽是名贵品种的猫。两
个月后，3个小家伙仍无人
问津。
“灰灰最有希望第一个

‘就业’。”望着3只渐渐长大
的小猫，妻子说。灰灰颜值
高、身体强壮，智商出众。
不到 5个月大，就能听懂
“来”“去”“不许”……大多
数成年猫都做不到。

然而第一个“就业”的，
却是不起眼的橘猫。它相
貌平平，听不懂人话，还爱

乱 叫 。 可
是 领 养 它
的女孩说，
她就喜欢橘
猫长大后胖

乎乎的模样。
接着小白猫也“就业”

了。妻子曾建议领养人领
养灰灰。领养人说，灰灰
看上去各方面都好，可是
狸花猫到处都是，纯白猫
少见一些。

一晃，灰灰都半岁了，
看来要砸手里了。想起一
位作家曾说：单位里即使
没有任何暗箱操作，提拔
的逻辑也不全是能力强者
上，而是根据“工作需要”
提拔……

怀才不遇是寻常事，看
来无论人还是猫，都有可能
遇上。

怀才不遇的猫
金 水

苏东坡为何被后人尊
崇？除了词风豪放、诗句悟
透世理，还有他一生爱玩。
这个“玩”字浸润了他的一
生，成为他生命的不可或缺。

东坡的玩不是骄奢淫逸
的玩，而是穷困并不潦倒的
玩、失意依旧因陋就简的玩、
在穷乡僻壤边荒蛮地的玩，
此等境界谁人可及？

人们总喜爱吟诵“人生
得意须尽欢”，倘若人生不得
意呢？还能“尽欢”吗？恐怕
皆不能，然而苏东坡却能。

苏东坡“天才卓逸”，书
画于他是“性所笃嗜”，到处
无不以笔砚自随。人生的第
一次“谪贬”让他来到了黄
州，他走在黄州路上，看到民
家有丛竹老木，就是在“鸡栖
豕牢（猪圈）”之侧，亦必要描
摹下来，所以逸笔草草，动有
生气。可以说苏东坡是绘画
写生的先行者，也可知东坡
有画老木奇石的癖好。

苏东坡有一块“小有洞
天”石，特在石下配一座子，
座中空出，在座子内放置香
炉，座上有几个孔窍，正对着
这块石，每每焚香则烟云满
岫。将焚香之嗅香、静观烟
云之缭绕集于一身，再配上
“小有洞天”的奇石，是何等

的奇思妙想。这种玩石的方
法，至今都有人仿效。

当年李伯时在京城得到
陈峡州马台石十分喜爱，将
其放在书房。一天东坡来造
访，看后说：“研石为砚，将你
收藏的各种玉的器形刻在四
周，我在砚池旁书铭文。”后
东坡作《洗玉池铭》，时为北
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这
种在砚台上刻写铭文的行
为，到了清代十分盛行。

晋唐文人注重文玩器物

的气韵，宋代文人注重其精
致，明代文人注重文玩的品
类。宋人皆以苏东坡为文人
典范，后人多关注东坡之仕
途左迁右贬，政治风云之跌
宕和名冠千古之诗词，却忽
略了作为文人的玩。
《墨史》载，“苏子瞻有佳

墨七十丸，而犹求觅不已”。
文人作诗记事乃至书法，均
离不开墨。古时无墨汁，东
坡曾听说一位卖墨的人叫潘
谷，其墨非常精妙，但不能划

价，读书人没有钱去求墨，不
管多少当即送之。东坡听说
很感动，曾写诗给对方：“一
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
墨仙。”

不仅如此，东坡自己还
在海南儋州制墨。东坡曾记
云：“己卯腊二十二日夜，墨灶
火大发，几焚屋，救灭，遂罢作
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
者几百丸，足以了一世著书
用，仍以遗人，所不知者何人
也。余松明一车，仍以照夜。”

家中失火是祸事，他想的是得
到的佳墨可以写一辈子的书，
烧剩下的松明可以照明。这
胸襟与洞达，佩服！

雅玩是这样，还有一种
吃喝玩乐的玩。若春风得意，
谁都能享受口腹之欲，然在生
活困窘时能有心情吗？即使
有心情也没条件。但东坡截
然不同，他曾这样回忆——

予在东坡，尝亲执匕煮
鱼羹以设客，客未尝不称善，
意穷约中易为口腹耳。今出

守钱塘，厌水陆之品。今日
偶与仲天贶、王元直、秦少章
会食，复作此味。客皆云：
“此羹超然有高韵，非世俗庖
人所能仿佛。”

苏东坡在“东坡”时候可
谓穷困潦倒，自己弄了一块
地种粮种菜，一次弄到鱼亲
自掌勺做羹汤招待朋友，其
中有秦少游的弟弟。喝了羹
汤的客人对羹汤给了“超然
有高韵”，世俗大厨学都学不
来的很高评价。

在黄州时，苏东坡赴何
秀才的聚会，吃到一种特别酥
的油果，因此问主人，这油果
叫什么？主人对以无名。东
坡又问为甚酥？坐客皆曰：
“是可以为名矣！”一次普普通
通的家庭聚会，主人端出来一
盘炸食，他问主人这炸食叫什
么名字？主人回答没有名
字。他又问为什么这么酥脆
（为甚酥）？大家异口同声说，
“为甚酥”三个字是最好的名
字。一场家庭聚会成了群口
相声晚会，所以苏东坡最会
玩，也最好玩、最有趣。

能于贫困中活出卓然不
群的精气神，在穷途上走出
一路歌声鲜花，把人生的一
次次悲催玩成了千古佳话，
伟大的东坡先生啊！

会玩的苏东坡
姜维群

此身误在红尘，
纠结直到如今。
何物可使人远，
惟有一茶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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